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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是中国现代旅游的发源地。

• “黄山旅游”被誉为“第一只完整意义的旅游

概念股”，我国现代旅游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 全国最早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

产、世界地质公园三顶桂冠的景区；

• 全国首批国家5A级景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

和中国十大风景名胜地；

• 全球首个世界优秀目的地景区和全球首批可持

续旅游发展观测区；

• 亚太地区唯一代表参与制订 《全球目的地可

持续旅游标准》。

一、引言：中国旅游，黄山再出发



来时路

高水平建设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支持黄山打造成皖南现代化区域

性中心城市；建设山水相济、人文共美的新安江生态经济示范区，综合

规划建设大黄山国家公园。（省第十次党代会）

再出发

1986年，全国第一家农民创办的黄山翡翠谷旅游公司

1996年，全国第一只完整意义的旅游概念股，连续7年跻身中国旅游集团20强

2007年，黟县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安徽唯一的首批 “中国旅游强县”

2010年，全国首个 “国家级旅游服务标准化示范市”称号，安徽唯一的首批国家服务

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2012年，黄山市入选首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

2015年，黄山市旅游接待量466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400亿元；服务业增加值

254.9亿元，年均增长10.1%

来时路与再出发



二、全域旅游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

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

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

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李金早）

所谓“全域旅游”就是指，各行业积极融入其中，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居民共同

参与，充分利用目的地全部的吸引物要素，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全过程、全时空的体验

产品，从而全面地满足游客的全方位体验需求。（学界）

“全域旅游”所追求的，不再停留在旅游人次的增长上，而是旅游质量的提升，追求

的是旅游对人们生活品质提升的意义，追求的是旅游在人们新财富革命中的价值。

1、什么是全域旅游



二、全域旅游

全域旅游

资源观

市场观

产业观

产品观

自然旅游吸引物

人文旅游吸引物

社会旅游吸引物

观光旅游产品

休闲度假产品

会奖商务产品

产业交叉

产业渗透

产业聚变

外来市场

本地市场

外出市场

2、全域旅游“四新”发展观



省份 单位数量（个） 省份 单位数量（个）

北京 5 江西 18

天津 3 山东 21

河北 17 河南 26

山西 20 湖北 16

内蒙古 14 湖南 31

辽宁 20 广东 14

吉林 19 广西 19

黑龙江 13 海南 全省各县市区

上海 4 重庆 8

江苏 28 四川 28

浙江 19 贵州 18

安徽 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
合肥市巢湖市、合肥市庐江县、安庆市岳
西县、安庆市太湖县、安庆市潜山县、安
庆市宜秀区、六安市霍山县、六安市金寨
县、马鞍山市含山县、淮北市烈山区、淮
北市相山区、铜陵市枞阳县、滁州市南谯
区、全椒县、阜阳市颍上县、宿州市砀山
县

云南 12

西藏 4

陕西 17

甘肃 14

青海 5

宁夏 全自治区

新疆 15

福建 1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

三、全域旅游

3、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公布（2016年11月）



三、全域旅游

国务院批复的《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发展纲要》

纲要提出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

《从景点旅游走向全域旅游，努力开创我国“十三五”

旅游发展新局面》提出将全域旅游作为新时期的旅

游发展战略。

全域旅游大有可为 “供给侧改革”

“五大理念”、“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观在旅游中的实践就是全域旅游。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是中国全域旅游示范区最好的实践地之一。

4、新发展观指引



三、全域旅游

《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

规划指出，按照全域旅游理念，强化国际视野、

国际标准，引进国际优质资本和智力资源，高水平

建设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

《安徽省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规划指出，安徽旅游要发力供给侧改革，推进全

域旅游发展，建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20个以上。

“推进全域旅游冲刺万亿产业为基本建成旅游强省而努

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将重点抓好推动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扎实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等30项工作。

“全域旅游的安徽实践”主题演讲，指出引导、支持

各项工作都主动加旅游的导向，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协调，

努力践行五大发展理念，要努力引导、支持各行各业实现旅

游加、加旅游。

安徽省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发展全域旅游。其中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对于

促进旅游业供给侧改革，推动省内区域旅游统筹协同发展，将起到示范和引领性作用。

5、安徽省级积极响应



6、新机遇·新挑战

全域旅游的新背景，对于黄山风景区来说，绝不仅是完善建设黄山全域旅游景区，更大的

机遇是借力实现黄山风景区向高能级景区跃迁，继续打造黄山市乃至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

旅游空间的核心旅游吸引物，夯实黄山风景区的区域旅游地位。



6、新机遇、新挑战

以黄山风景区为品牌和龙头的黄山旅游业是黄山市的重要支柱产业，

但遗产、生态、行业标杆的“资源诅咒”却让黄山旅游陷入了迷思，旅游

人次、旅游收入、旅游综合效益低下的瓶颈究竟如何突破？

千岛湖

九华山

方特

婺源

万达城

黄山

旅游发
展指标

历史时期

新阶段



如何借力，跃迁，形成核心旅游吸引物？

皖南的区位、高速交通网与互联网

黄山风景区到黄山国家公园的转变将是最重要的抓手。

6、新机遇·新挑战

黄山国
家公园

古徽州

齐云山

太平湖

休闲
乡村

九华山

千岛湖
天柱山

徽杭
古道

黄山国家公园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上海市，

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

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

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

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

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

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

宣城等 26 市，国土面积 21.17 

万平方公里，2014 年地区生产总

值12.67 万亿元，总人口 1.5 亿

人，分别约占全国的 2.2%、

18.5%、11.0%。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示意图

四、区位与联通

1、区位--长三角城市群



城市群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大引擎，尤其是城

市群内部以及周边地区

的空间协调发展。如长

三角城市群内部的空间

上的协同。



城市群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引
擎，尤其是大城市与周边地区的
空间协调发展。如长三角城市群
与浙皖闽赣国家东部生态旅游实
验区在空间上的协同。

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实验区



高速交通网（京福高铁、

杭黄高铁与武杭高铁）和互联

网的高速发展，极大地缩短了

时空距离，拓展了客源地，促

进了区域旅游合作，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极大地便利游客获取

旅游地信息，降低了游客旅游

障碍。

四、区位与联通

2、高速交通网与互联网

杭黄高铁

武杭高铁 京福高铁



五、大黄山国家公园建设

1、国家公园的时代背景

• 2012年11月8日，中共十八大在北京召开，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

•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

“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首次使用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8个字进行表述。

• 2014年2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办公室将“试点建立中国国家公园体

制”列为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12项任务之

一，下达给国家发展改革委（2014年被称

为“中国国家公园元年”）。

• 2014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委联合

印发的《关于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

设的通知》明确要求，将安徽省黄山市作

为首批示范区“探索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

国情，创新国家公园管理运营

体制和资金使用机制，形成自

然资源管理有效、特许经营运

营规范、社区参与有力、公益

性突出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国

家公园管理体制。

长白山国家公园

长城国家公园

神农架国家公园

城步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

黄山国家公园

武夷山国家公园

2、国家公园建设总体目标

五、大黄山国家公园建设



➢ 选取了美国、英国、南非、

德国、日本、俄罗斯共六

个国家，并从国家公园的

产权归属、法律依据、管

理部门、资金来源和运营

方式等五个方面，全面分

析了国外国家公园在建立

和管理方面的特点。下面

仅就美国、英国、日本进

行分析。

3、国外国家公园比较研究 美 国 日 本

德 国英 国

南 非 俄罗斯

五、大黄山国家公园建设



美国

产权
归属

法律
依据

运营
方式

管理
部门

资金
来源

土地国有

《国家公园管理法》

由国家财政直接
拨款；门票收入
全额返还作为补充

国家公园
管理局垂直管理

主要针对车辆收取
门票，票额由每车
5到200美元不等

大沼泽国家公园

蒙大拿国家公园
科罗拉多国家公园



英国

产权
归属

法律
依据

运营
方式

管理
部门

资金
来源

大部分为土地私有

《国家公园
与乡村进入法》

中央政府直接拨款
每个国家公园

设有独立的管理局

国家公园
内仍然延续了

原有的农耕畜牧业

英国湖区国家公园
英国峰区国家公园



日本

产权
归属

法律
依据

运营
方式

管理
部门

资金
来源

由国有土地、集体
土地和私有土地构成

《自然公园法》

由相关管理
机构支付，部分

由国家补贴，并列
入环境省年度预算

设立地方
环境事务所，并
设立二级管理机构

仍然保持了
国家公园内

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日本箱根国家公园

日本阿苏国家公园



4、黄山国家公园现实基础

➢ （一）试点区选取

• 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结合黄

山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

根据现有的基础设施和管理机

构，规划组将黄山国家公园的

空间范围的划分三个试点区。

三个试点区分别是：

• 一级试点区（风景区+“五镇

一场”）；

• 二级试点区（“两山一湖”）；

• 三级试点区（黄山市和池州市

全区域、安庆市的潜山、太湖、

岳西、宣城市泾县、绩溪和旌

德）。

黄山国家公园试点区主要指标对比

规划面积 主要景观
操作
难度

一级

试点区

490 平方
公里

黄山 小

二级

试点区
——

黄山、九华
山、太平湖、
牯牛降、清
凉峰等

大

三级

试点区
——

黄山、九华
山、太平湖、
天柱山、西
递、宏村、
绩溪龙川等

较大

五、大黄山国家公园建设



黄山地区遥感影像三维图



➢依托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结合

黄山地区特色和已有的行政管理

体制，将黄山原本属于各个管理

机构的管辖权统一划拨到黄山国

家公园管理局手中，构建以生态

保育为目标的黄山国家公园管理

机构。

➢黄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作为黄山

国家公园的管理机构，其主要职

责是黄山国家公园的生态保育工

作，同时也要兼顾黄山国家公园

旅游业发展。

5、管理机构设置

黄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生
态
保
育
研
究
室

科
研
中
心

纪
委

监
察
室

办
公
室

旅
游
管
理
中
心

公
园
保
卫
处

土
地
规
划
中
心

财
务
中
心

行
政
管
理
中
心

黄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设置图

安徽省国家公园管理厅

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

五、大黄山国家公园建设



6、自然资源管理体制

➢ （一）自然资源管理目标

• 自然资源管理的目标是坚持

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原

则，同时对黄山国家公园内

的水流、森林、山林、草原

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

权登记，清晰界定黄山国家

公园国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

间、各类自然资源的所有者，

划清国家公园界限。

五、大黄山国家公园建设



➢ （二）自然资产确权登记

• 根据自然资源权属实地确权

边界，建立自然生态空间权

属信息库，进行区内自然生

态空间登记信息库建设，做

到界限清晰准确，权属明确

合法。

• 1.自然资源基础情况核实；

• 2.自然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

记；

• 3.自然资产红线管控制度。

➢ （三）土地流转与补偿

• 1.土地流转

• (1)征收

• (2)租赁

• (3)协议

• (4)股份合作

• 2.补偿办法

• 采取分区、分类补偿原则。

补偿标准参照2015年中央一

号文件农村土地赔偿新政条

例和黄山市土地征收标准。

• 3.建立黄山国家公园储备用

地和储备用地红线制度。

五、大黄山国家公园建设

6、自然资源管理体制



01

02

03

04

自然资源与环境一体化管理

机构一体化管理

自然资源管理的社会参与制度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

➢ （四）自然资源管理方式和制度保障

6、自然资源管理体制

五、大黄山国家公园建设



7、社区居民调控机制

国
家
公
园
社
区
调
控
机
制 

调控的方法和途径

社区居民就业与培训

社区产业

拆迁安置补偿机制

社区参与管理

搬迁居民点

控制居民点

集中居民点

设立社区管理机构

社区参与特许经营

社区参与保护管理

国家公园社区调控机制构建图

五、大黄山国家公园建设



8、特许经营机制

➢ 特许经营实施细则

• 1.规范招标程序；2.严格合同管理；3.完善监管体系；4.加强收支管理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表

项目类型 项目细分

特色餐饮
主题餐饮、文化餐饮、农家乐、餐饮与歌舞表演相结合、餐饮
与康体活动相结合、餐饮与郊野娱乐相结合

绿色住宿 客栈、民宿、青年旅社、露营地、游客接待中心

低碳交通 步栈道、自行车租赁、电瓶车、人力轿子

生态旅游 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同时具有科研和教育等多种功能

旅游商品 旅游商店、旅游补给站

休憩娱乐 各种露天设施、室内休息娱乐，园区特色项目体验

五、大黄山国家公园建设



1、传统景区红线空间的舒展与开拓

国家公园建设将带来更大的弹性国土空间，意味着旅游活动开展运营的更大的可能，是

黄山股份“资本下山”的响应空间，是风景区实现从传统生态观光的低效益模式向休闲户

外、新业态、旅游+的高效益模式转变的供给基础。

核心区自然环境脆
弱，要求严格禁止
一切人类活动，以
保护其自然生态系
统和生物栖息地的
完整性。

核心保护区

1 2 3 4

保育区是核心区的
生态屏障，不得建
设污染环境，破坏
资源或者景观的生
产设施。

生态保育区

利用区在不影响自
然资源和主要保护
对象的前提下，根
据社区需要，可开
展多种经营性活动。

传统利用区

贯穿在核心保护区、
生态保育区、传统
利用区之中，并根
据保护强度的高低
决定游憩面积的大
小以及游客接待量。

游憩展示区

六、变革时代与黄山机遇



2、传统边缘空间的大黄山品牌化

黄山国家公园接纳传统边缘空间，推动了传统边缘空间的大黄山品牌化的过程，加速驱动

这类空间的地价增值、环境增质、旅游增速、创新增量的提升过程，实现黄山品牌资产运作

的可能。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表

项目类型 项目细分

特色餐饮
主题餐饮、文化餐饮、农家乐、餐饮与歌舞表演相结合、餐饮
与康体活动相结合、餐饮与郊野娱乐相结合

绿色住宿 客栈、民宿、青年旅社、露营地、游客接待中心

低碳交通 步栈道、自行车租赁、电瓶车、人力轿子

生态旅游 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同时具有科研和教育等多种功能

旅游商品 旅游商店、旅游补给站

休憩娱乐 各种露天设施、室内休息娱乐，园区特色项目体验

黄山风景区

黄山国家公园

六、变革时代与黄山机遇



3、老品牌+新空间

新的国土空间、新的运营机制、新的品牌认知催生新的“老品牌+新空间”的大黄山全域

旅游开发模式，变传统“借景迎客”为新型“筑巢引凤”，突破传统观光旅游瓶颈，实现国

家公园人才、投资、产业的全域效应。

六、变革时代与黄山机遇



4、全域旅游背景下的黄山国家公园发展模式

黄山景区：高能级景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首要核心旅游吸引物；

黄山旅游股份：取得传统高能级景区全域旅游发展和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可复制、可推广的

成功经验，在知识管理、人才团队、品牌运营上实现巨大的溢出效应。

六、变革时代与黄山机遇


